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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B01版）

1985年，新泰市开始整合高中，

许多学校被撤销了，教育资源同时

逐渐往城区集中。在财政投入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下，新泰一中脱颖而

出，在历年高考中成绩斐然，积累起

了在当地最高的社会美誉度。

“嫌农村中学师资不好，有办

法的学生都瞄准了一中。”这直接

导致一中从6个班发展到8个班，最

后到36个班，但依旧无法缓解学生

挤破头要进一中的局面。

谁才是进入一中的幸运儿？常

希贞坦言：“要么是高分学生，要么

就是家里的关系特别硬。”

一中的强势让新泰的其他中

学处境艰难，生源锐减，在临近高

考时，有些班里的学生流失了一半

还多。如此下来，“首先不行的是五
中，再次就是三中，最后是四中。”

为了应对一中择校热，新泰市

政府主张“扩大一中的规模，满足

人们上优质高中的愿望”。这造成

一中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张，但教师

数量却限制了它的发展，而它的膨

胀也触发了其他学校更大的不满。

这时，新泰市政府决定对高中

教育重新布局，规划的1000亩新校

区将几所市属学校集中在了一起。

新校区启用三年后，行政命令

强行打破了这几所学校各自为政
的局面，重新组建的新一中让它们

之间再没有教育资源的差别，所有

人都在一朝一夕间被转换成了“一

中人”。

这似乎是以最彻底的方式满

足了学生上一中的愿望。常希贞介

绍，2010年新泰市有初中毕业生

6000人左右，光一中就招来了2000

多人，反观几年前，初中毕业生数

量庞大，但他们中间只有三四百人

能跨进一中门槛。

超大规模的学校换来的是超

大规模的财政投入。2008年，新泰

一中就得到了2000万元的财政支

持用以购置学校内部装备。

那一年，常希贞说，他没干别

的，就忙着学校的各项招标工作。

“这么大的学校

管得了吗？”

新泰市教育局一官员说，新泰
一中进入了波谷，到现在也还在波
谷。而泰安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则
更加尖锐地指出，新泰一中的品牌
因为它的这次合并而逐渐被稀释。

学校太大，常希贞不得不进行

分区管理。

学校合并过程中复杂的人事

调配问题因为当地组织部门的参

与而变得简单。合并中的4所中学

的领导层陆续得到安置，常希贞则

成了新泰市绝无仅有的享受副县
级待遇的中学校长。

接下来，虽然整编了4所学校的

学生和老师，但他们私底下仍以“我
是一中的”、“我是三中的”、或“我是

四中的”自居，形式上的整合在短时

间内未能带来效能的最大化。

臃肿的管理中层、良莠不齐的

师资和庞大的学生数量，让新泰一

中迅速步入一段内耗期。

新泰市教育局一官员说，新泰

一中进入了波谷，到现在也还在波

谷，不过他相信它会慢慢走上波

峰。而泰安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则

更加尖锐地指出，新泰一中的品牌

因为它的这次合并而逐渐被稀释。

学校合并后，常希贞也在与新

泰市一位领导谈话时大发感慨：“这
么大的学校管得了吗？”

但后者随即告诉他：“单位不

在大小，看个人本事。”

合并之初的窘境让常希贞至今

提起来都哭笑不得，比如五中过来

的老师有80多个是电大毕业的，而

一中的老师大部分都念过本科，让

他们一起共事和交流，难度不小。

对于眼前这个规模非同一般

的学校，常希贞以为必须要有一套

严格的管理机制，“用尺子去卡”。

于是，学校被大体上分为南校

和北校，南校又分成东区和西区，南

北校区各有自己的办公室、总务处

甚至计生办，而各年级还被分成级

部来管理，清晰划分各个管理人员

的管理权限，再由总校进行统筹。

学校的老师则被要求遵循严

格的考评制度，学校不再像只有几

十上百名老师时充满人情味儿。全

校一千多名教师都要接受考核，不
合格的会被安排转岗，已有30%的

老师离开了教学岗位，有的被安排

去图书馆做管理员，有的则去做各

种杂工。

“这注定了不可能考虑太多人

文化管理的因素，大学校离开了机

制管理的保障就是不行。”面对前

来诉委屈的老师，常希贞只拿着他

的考核成绩说话。

一中的教学和管理理念再一

次得到大范围的输出，老师勤勉教

学，学生刻苦读书，被合并的学生

和老师都得习惯这一切。近乎严苛

的管理和重压之下的学习让不少

从此毕业的学生再回想起来时还

心有愤懑。

如今合并已经期满三年，在读

的学生绝对都是一中的纯正血统。

还是有学生抱怨一中比以前

管得更严了，他们还抱怨合并后的

历次高考，除了过线的人数在大幅

攀升外，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数量

却不见涨。

管理上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常

希贞觉得已经定准了学校发展的

大方向，就是要建设一个新一中，

其中的毛病会慢慢得到解决。

学校到底应该多大？似乎一直

没有量化的标准，但常希贞坚持说

大和好、小和差之间没有必然关

系，症结在于管理。对于大一中，他

说：“现在还是觉得好，教育的发展

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和当

地的政府决策也弄在一起，必须依

靠行政手段的干预，它不能只是教

育部门自己的事情。”

他很看好学校的现状：“这么

多的学生都一个步伐，很好。”

做大还是

做强学校？

泰安市教育局组建了6个教育
集团，它能做的就是加强内部的业

务交流，将优质教学资源这种软实
力做大，它被看做不会做大但能做
强学校的有效手段。

同样面临着教育资源的不均

衡，泰安城区的应对策略与新泰一

中相比要保守得多，也柔和得多。

今年8月初，泰安市教育局针

对城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建

了6个教育集团，并同时组织结队

学校，这基本涵盖了城区所有初

中、小学，不过全然没有触及高中

学校。

每个教育集团都以一所获得

社会多数人认可的学校为龙头，带

动其他薄弱学校协同发展。这不是

在组建一所大学校，而只是联合，

泰安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反复强

调，以这种更加柔和的方式，他们

试图促进泰安城区教育的均衡发

展。

这在形式上确实与新泰一中

差异很大，泰安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科长徐振涛说：“我们采取松散

的集团形式，用优的带动弱的，去

同化它，从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对于依托行政手段用近似休

克疗法去重新整合调配教学资源

的做法，徐振涛说：“我们的教育集

团没有也达不到学校合并的层面，

并且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提到新泰一中的合并，泰安市

教育部门讳莫如深，有官员说：“你

应该去问问新泰一中的老师怎么

说，学校大了，管理、师资、生源都

会跟不上。”

徐振涛还直言教育集团内部的

学校合并操作起来并不现实，因为
集团内的几所学校可能分别属于市

直属、区直属和办事处直属，财政支

出和人员编制也分属不同级别行政

部门主管，合并无从进行。

在这种格局下，教育集团不会

触碰其中的体制问题，它能做的就

是加强内部的业务交流，将优质教

学资源这种软实力做大，它被看做

不会做大但能做强学校的有效手

段。

除了集团内部不同学校间互

相串门听课变得更加频繁，龙头学

校还要向共建学校派出教学能手

和中层干部，帮助后者教学和管理

水平的提升，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不过，作为一种对等交流，后者也
要向前者选派相应的人员。

徐振涛认为，这种松散的教育

集团形式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见

效，但他相信“用三五年时间可以
逐步使泰安城区的义务教育走向

均衡发展”。

有老师在猜想这种教育集团

将来是否会演变成学校合并，但他

们很快也意识到这样做的难度很

大。

“有多大的脚

就穿多大的鞋”

教育集团既然没有以合并的
形式做成“大学校”，它短期内也无
法做大优质资源，让教育资源变得
均衡。

在东岳中学教育集团，东岳中

学校长戚桂国很快就针对发展教

育集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向东岳中学的两个共建学

校黄山中学和凤台中学分别输送

了两个人，一名优秀教师和一名团

委书记，他们将前去交流1年。

此外，除了组织整个集团的班

主任培训、教师培训、各学科教学

研究活动，东岳中学还没有更大的

动作。

“教师之间的业务交流开展起

来相对容易些，但中层管理人员的

交流会很困难，因为会更多牵扯到

人事问题。”戚桂国觉得管理人员

肯定会放不开手脚，毕竟这不是人

事调动，即使在对方学校担任一定

职务，但也会有所顾忌，这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集团，依旧是不同的学

校。

“至少一把手不可能交流。”戚

桂国明白这种共建要被圈定在某

个范围内。

他说虽然协助另外两所学校，

但根本不会去谈东岳中学的教学

和管理理念的输出，因为还谈不

上，现在能做的只能是“集团内的

三个学校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人

事和财务问题不能干涉。”

东岳中学在泰山区让学生和

家长趋之若鹜，在这个商品房均价

不超过4000元的城市，东岳中学周

围的学区房价格据说已经飙上了

7000元，在校生的数量也达到了

4500人，优质的资源让身处城乡接

合部的黄山中学和凤台中学相形

见绌。

戚桂国坦言，就目前看来，组

建教育集团对东岳中学不会产生

影响，特别是生源。

而被拖入“集团化”运动的凤
台中学副校长于强也觉得，短时间

内似乎无法改变凤台中学的属地

凤台村诸多孩子和家长对东岳中

学的向往。

教育集团既然没有以合并的

形式做成“大学校”，它短期内也无
法做大优质资源，让教育资源变得

均衡。

一切似乎都积重难返，“进一

步促进教育公平，还得依靠行政手

段，仅限于教育部门自己，一牵涉

到人财物，关于投资、师资配给都

不是学校自己能解决的。”于强不

认为教育只是教育部门的事。

而因为政策、财力支持不一

样，教育的不均衡已经在泰山区表

现得很明显。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校

长说，几年前，泰山区教育局每年

都从乡镇学校招考老师，把精英全

抽走了，于是学校被戏称为“教师

学校”，培养的好老师全走了，光是

去东岳中学的就有十几个。

泰安市教育局正在起草文件，

对教育集团的发展进行规范和监

督，制定详细的日程表，避免让这

种联合流于形式。

但到底应该如何操作，徐振涛

说必须要让学校之间进行磨合，

“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

就在凤台中学被泰安市教育

局看做薄弱学校时，这个有2100余

名中小学生的学校在于强眼里并

不是最弱的。随着城市的扩张，外

来务工人员还在争先恐后地把自

己的孩子送进这所所谓的“薄弱学
校”。

“今年招了150个小学生，本地

生源只占50个，其余的都是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因为在偏远的农

村，当地的教育条件会更差。”于强

说，而这种不均衡又该通过怎样的

统筹来打破？

“大”中学之困
新泰万人中学争议与泰安教育集团实验
本报记者 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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